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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　要 :本文以我国国有装备制造龙头企业 ———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为例 ,针对其近 30 年来的技术

能力发展 ,刻画了其在技术引进、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等不同阶段的技术能力特征及其演化过程。研究表

明 :技术能力水平与企业绩效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;有效的技术学习和有重点的持续研发相结合 ,是作为“后

来者”的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实现技术能力跃迁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;在这一过程中 ,知识产权管

理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起着重要的激励和保护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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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装备制造业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基础产

业 ,主要为冶金、电力、化工、矿山、建材等行业提供

重大技术装备。相对于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瑞士等国

的先进技术装备制造企业 ,我国装备制造企业的整

体技术能力要落后 15～20 年。对于作为“后来者”

的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来说 ,机器设备甚至部分制造

技术可以花钱买到 ,但自主创新能力的获得却是一

个持续积累过程。值得注意的是 ,无论对“引进 - 模

仿 - 创新”这一技术能力发展模式如何质疑 ,如何走

出“引进 - 落后 - 再引进 - 再落后”的怪圈 ,通过有

效模仿和自主创新培育动态的技术能力 ,从而获得

“后来者优势”,仍然是摆在我国装备制造企业面前

的现实课题。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,回溯了中国

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(以下简称为二重) 近 30 年

来的技术能力发展过程 ,试图揭示在“引进 - 模仿 -

创新”技术能力发展模式下 ,作为“后来者”的我国装

备制造企业实现技术能力跃迁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

的有效路径。

本文的结构如下 :第一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

上 ,提出相应的分析框架 ;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二重

的基本情况及其技术能力发展阶段 ;第三部分至第

五部分分别刻画了二重在技术引进与自行制造阶

段、技术模仿与合作制造阶段、自主创新与集成制造

阶段的技术能力发展情况及其绩效表现 ;最后部分

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和结论。

1 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

在全球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下 ,企业战略管理的

根本问题是如何才能具备独特、可持续的竞争力 ,获

得并保持竞争优势[ 1 ] 。技术能力是指有效利用技术

知识的能力 ,是企业或产业持续竞争力的主要决定

因素[2 - 4 ] 。“后来者优势理论”认为 ,“后来者”在发

展技术能力上具有一系列的优势 ,这既体现在新兴

技术的开发上 ,也体现在成熟技术的开发和应用

上[5 - 7 ] 。在成熟技术领域中至少存在两种机会 ,即

改进成熟技术的机会和“重新发明”成熟技术的机

会[8 ] 。关于“后来者”技术能力发展过程方面的研究

表明 ,“后来者”培养技术能力一般从技术引进开始 ,

通过学习或模仿一项技术 , 最终形成创新能

力[9 - 16 ] 。为了刻画企业技术能力的演化过程 ,结合

Fransman[ 17 ] 、Katz[18 ] 、Dahlman 和 Westp hal [19 ] 、

Lall [12 ,20 ] 、Yam 和 Guan 等[21 ] 的研究成果 ,本文从

投资能力 (invest ment capability) 、产品能力 (p rod2
uct capability) 、制造能力 (p roduction capability) 、

组织能力 (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) 等四个方面建

立起技术能力的分析框架。投资能力涉及与技术获

取与发展相关的投资项目管理 ,包括项目计划、可行

性论证、潜在技术评估、技术合同谈判等 ;产品能力

涉及现有产品的改进、新产品的设计和开发、产品质

量检测与控制等 ;制造能力涉及生产设备的置备与

更新改造、工艺流程设计与改进、企业资源配置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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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计划与控制等 ;组织能力涉及企业现有组织结构

与日常生产和技术管理的匹配、企业应对技术发展

及市场需求变化的组织变革 ,以及激励技术创新和

技术学习的环境创造能力等。

“技术范式”理论[22 ]认为 ,一旦一项重大创新发

生 ,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“技术范式”( technological

paradigm) ,随之发生的将是一系列受制于既定的

“技术范式”、沿着一定的“技术轨迹”( technological

t rajectory)进行的产品性能改进和生产工艺改进活

动。技术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知识。知识的获取是

逐渐积累并充满“创造性”的过程 ,既包括吸收和利

用企业外部的知识 ,也包括利用企业内外部既有知

识创造新的知识[23 - 25 ] 。对于作为“后来者”的我国

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来说 ,如何在改进或“重新发明”

成熟技术的过程中持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,是其迈

向创新型企业的现实问题。

根据 Eisenhardt [26 ] 和 Yin[27 ] 的观点 ,当回答

“怎么样”或“为什么”类型的问题 ,案例研究应成为

最优先考虑的研究方法。结合解释性、描述性和探

索性三种类型案例研究的不同特点定义本研究属于

解释性的 ,即解释某一方案的实施过程与方案实施

效果之间的因果联系。同时 ,案例研究要找到“最合

适人”和合适方法收集“信息”。为此 , ①2007 年 5

月至 9 月 ,笔者根据研究需要 ,先后与中国二重的高

层管理人员、技术中心及其所属的 5 个研发机构和

知识产权管理部门、企业文化部、市场本部、企业发

展办公室、各分厂、各子公司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进

行了面对面的访谈。②除了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 ,

笔者还从二重图书馆收集到了二重 1958 —2006 年

的企业发展年鉴 ,辅之以我国官方和行业互联网站 ,

获得了二重在技术发展和公司治理方面变革的重大

事件和数据。③笔者深入二重的技术中心、铸造公

司、锻造分厂、重机分厂和齿轮分厂等 ,实地考察记

录二重的重点产品制造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现状和流

程。

根据被访谈者的要求 ,本文对涉及企业商业秘

密的资料和信息未予采用 ,并对相关人员采取匿名

处理。

2 　二重的基本情况

二重的前身是国营第二重型机器厂 ,成立于

1958 年 ,1971 年全面建成投产 ,位于我国西部重工

业重镇———德阳 ,1993 年更名为中国第二重型机械

集团公司 ,同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 120 家试点企业

集团 ,1995 年被国家确定为 57 家计划单列企业集

团 ,1999 年被列为 39 家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

命脉的重点骨干企业 ,是我国 21 家重大装备国产化

基地。截至 2006 年底 ,二重共有员工 12900 余人 ,

其中研发人员 1200 余人。二重主导产品为大型冶

金成套装备、大型铸锻件、重型容器、大型锻压设备、

航空模锻件等产品。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:

大型连铸连轧机 50 %以上 ,中厚板轧机 60 %以上 ,

热模锻设备 60 %以上 ,大型电站铸锻件 45 %以上
(其中大型汽缸体 60 %) 。产品出口美国、德国、英

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。

根据前文的文献综述和 1979 年我国改革开放

以来二重的技术能力发展轨迹 ,二重的技术能力演

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:技术引进与自行制造阶段
(1979 —1989) ;技术模仿与合作制造阶段 (1990 —

2000) ;自主创新与集成制造阶段 (2001 至今) 。

3 　技术引进与自行制造阶段 (1979 —
1989)

　　这一阶段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,随着国家

指令性生产计划的大幅减少 ,二重不得不面对市场

的选择和竞争压力。为了生存的需要 ,二重调整了

产品结构和服务方向 ,打破只靠基本建设生存的发

展思路 ,由主要生产大型成台套设备扩展到生产小

型成套设备和工矿配件 ,由主要为冶金、矿山、电力

工业服务扩展到为交通、石油、化工、建材等工业部

门服务。同时 ,为了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、拓展企

业的产品类型、提高企业的产品性能 ,二重利用国家

给予国有大型企业的对外开放机会 ,集中力量投资

引进国外先进制造技术和设备。其中 ,具有代表性

的技术引进事件如下 :

①1978 —1988 年 ,通过技术许可方式 ,引进西

德奥姆科公司的热模锻压力机、平锻机及配套设备 ;

②1982 —1986 年 ,通过技术资料许可方式 ,引

进日本东京株式会社日本制钢所大型铸锻件产品 ,

包括冷连轧机和平整机工作辊 ,冷、热连轧机支承

辊 ,发电机转子 ,不锈钢泵体 ,汽轮机缸体等大型铸

锻件产品制造技术 ;

③1984 —1991 年 ,通过技术资料许可方式 ,引

进美国国民锻造公司 400mm 人造水晶高压釜设

备 ,包括压力容器的设计和制造技术。

装备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引进需要一个消化吸收

的过程。与此相适应 ,在这一阶段 ,二重的主要产品

设计和制造方式是 :

①自行设计和制造 ,如 10000 吨多向模锻水压

机、2450mm 四辊可逆式热轧机、3300mm 中厚板轧

机等的设计和制造 ;

②与外国厂商合作制造 ,主要表现为由外国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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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负责设计、二重制造 ,或者外商技术总负责、二重

负责图纸转化设计和制造 , 如热模锻压力机、

2050mm 热连轧机、400mm 卡箍式人造水晶高压

釜 ,25 千瓦立轴式风力发电机等的合作制造 ;

③组建德阳重型机械设计研究所 ,尝试开发一

些新产品 ,进行技术储备。

在这个阶段 ,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工艺水平

的提高显得非常迫切。为此 , ①二重积极采用国外

厂商的标准 ,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标准 ,初

步形成了以产品为龙头的企业标准体系 ; ②建立标

准化管理机制 ,设立工厂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,下设若

干个专业标准化委员会 ,日常工作由标准化办公室

负责 ; ③成立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 ,与总工程师办公

室合署办公 ; ④实行总工程师领导下的集中与分级

相结合的工艺管理体制 ,总厂设工艺处和锻冶处 ,实

行对全厂冷热加工工艺的归口管理 ; ⑤多种途径派

出技术人员出国学习考察 ,仅在 1979 —1988 年的

10 年间 ,二重就派出到国外培训、考察和参加联合

设计 448 人次。

上述引进的制造技术和设备经过 5～10 年的吸

收 , ①奠定了二重在第二阶段与国外厂商开展联合

设计和合作制造的制造能力基础 ; ②通过技术改造 ,

持续改进了二重的工艺水平 ,如在热加工工艺方面 ,

大型铸锻件产品达到了国际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

先进水平 ,特别是引进型 600 兆瓦火电机组全套大

型铸锻件研制成功并达到国际先进标准 ,是二重热

加工工艺水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; ③保

证了二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销售收入不断提高 ,

利润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(见图 1 和图 2) 。

图 1 　1979 —1989 年二重的销售收入

4 　技术模仿与合作制造阶段 (1990 —
2000)

　　1990 年起 ,国家开始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,大型

成台套产品急剧减少 ,中小型产品市场竞争加剧 ,供

大于求。在不断兴起的经营机制灵活的私营企业和

具有“先动优势”的国外厂商的双重竞争压力下 ,二

图 2 　1979 —1989 年二重的利润

重的经营方针调整为“大成套与中小型设备并重 ,长

线产品和短线产品相结合 ,热门产品与边缘产品并

举”。如表 1 所示 ,这个时期二重的技术发展投资放

缓 ,设备更新完成台数逐年减少 ;研发活动不活跃 ,

主要集中在大型铸锻件的模仿研究 ,如新型 18 - 18

材料大型护环、汽轮机模锻叶轮、大型汽轮机缸体、

燃气轮机转子和缸体、大型水电用铸锻件、压力容器

锻件、核电压力容器、航空模锻件等的研究。
表 1 　1991 —1997 年二重设备改造更新完成情况

项目
年 份

1991 1992 1993 1994 1994 1996 1997

完成改造台数 34 6 14 6 4 6 7

其中 :
全面改造 8 2 5 3 2 2 1

电气改造 11 3 8 2 1 4 4

完成更新台数 38 25 23 8 5 2 2

　　在产品设计和制造方面 ,二重凭借其在前一阶

段通过技术引进和工艺设备改造而积累起来的制造

能力 ,广泛开展了与国外厂商的联合设计和合作制

造。代表性产品如由意大利皮安蒂工程公司技术总

负责、二重负责部分详细设计并制造的 1350mm 板

坯连铸机 ,由日本三菱公司和 IHI 技术总负责、二

重负责图纸转化和制造的 1580mm 热连轧机 ,由美

国西马克/ 康卡斯特公司技术总负责、二重与其联合

设计制造异形坯/ 大方坯连铸机 ,与奥地利 AN2
DRITZ2RU T HN ER 公司联合设计、合作制造的浅

槽连续酸洗机组 ,同法国克莱希姆公司联合设计、合

作制造的 100 吨超高功率直流电弧炉 ,与德国 TM

公司联合设计、合作制造的 155t R H/ A HF 钢水精

炼成套设备 ,与法国法马通公司合作制造的广东岭

澳 1000MW 压水堆核电站重型支撑设备等。与前

一阶段与国外厂商合作制造不同的是 ,这个阶段的

产品制造表现为由国外厂商担任技术总负责、二重

承担图纸转化设计或详细设计并承担主要的制造任

务 ,这不仅表现出二重具有难以替代的制造能力 ,而

且表明二重的工艺设计能力得到了提高。

与此同时 ,二重也在模仿学习的基础上开发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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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制造一些新产品 ,如中厚板轧机、热矫直机、滚切

式双边剪、滚切式定尺剪、冷轧带钢生产线等。其

中 ,1998 年为宝鸡石油钢管厂设计制造的纵剪机

组 ,是由二重负责工艺设计、设备设计及制造 ,实行

机、电、液设备总承包 ,并由二重进行安装、调试的交

钥匙工程 ,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在与国外厂商联合设计、合作制造过程中 ,二重

有意识地开展了技术学习和有效模仿。不仅掌握了

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资料 ,而且掌握了国外的先制

造管理经验 ,并运用到其他项目中 ,如项目负责制、

反映生产计划执行的“到期线路图等”。为了在产品

质量和工艺方面达到合作厂商的技术要求 : ①二重

坚持不断提高工艺设计水平 ,制定了《工艺管理总

则》、《冷加工工艺管理程序》、《热加工工艺管理程

序》等工艺管理文件 ,使工艺管理科学化、程序化、规

范化 ,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“三按”(按图纸、工艺、

标准) 、“三定”(定人、定机、定工种) ; ②开始广泛采

用国外先进标准 ,如德国的 SN200 标准、EN 标准和

DIN 标准、日本的 J IS 标准 ,以及国外合作制造商的

工厂标准等 ; ③重新设置质量部 ,负责质量管理和质

量检验 ,强化质量管理 ,先后通过 GB/ T9001 和

GJB/ Z9002 标准的审核 ,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

证 ,取得了 ASM E 质量认证和压力容器 U 和 U2 证

书 ,获得军工产品质保体系认证 ,大型船用铸锻件取

得了八国 (中国 ZC、英国 L R、美国 ABS、西德 GL 、

挪威 DNV、日本 N K、法国 BV、意大利 RINA 等)的

检测认可 ; ④先后与清华大学、重庆大学、燕山大学

等院校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 ,与西南石油学院合作

成立“机电产品开发应用研究所”等 ; ⑤于 1999 年成

立企业技术中心 ,开展技术创新管理。

然而 ,由于技术能力的提升有限 ,二重尚不能规

模化实现工程项目的技术总负责 ,而日益加剧的市

场竞争环境 ,也导致二重经营状况起伏不定。正如

二重一位副总经理所说 ,在这一时期 ,二重承担了项

目合同中 80 %的制造任务 ,但是却只分享了其中

20 %的利润。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,虽然二重的销售

收入曾一度攀升并维持在了一定的水平 ,但是利润

却波动无常 ,甚至一度降为负数 ,只能向职工集资以

渡过设备更新难关。

5 　自主创新与集成制造阶段 (2001 年
至今)

　　2001 年开始 ,国家加大对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

的资金投入 ,继续实行稳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

政策 ,拉动内需 ,重型机械市场回升。在宏观环境好

转的情况下 ,二重高层管理者并没有选择全面开花、

图 3 　1991 —2000 年二重的销售收入

图 4 　1991 —2000 年二重的利润

多头并进的发展策略 ,而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调

整和重型机械市场的变化 ,迅速调整投资重点 :①加

大新产品开发的力度 ; ②围绕新产品开发 ,加快企业

的技术改造 ; ③整合企业内外资源 ,集中形成产品生

产线 ,在成台套设备上替代外商担当技术总负责的

角色 ; ④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,如冷轧技术、

超临界机组高中压转子制造技术、核电技术、风电技

术等 ,同时根据全球技术发展趋势 ,前瞻性地开展涉

及海洋资源开发的机械产品和技术预研等。如图 5

和图 6 所示 ,二重在这个时期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 ,

表现创新绩效的专利申请数量除个别年份回调外 ,

均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 ,表现专利质量的发明专利

申请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,2006 年和 2007 年发明

专利申请的数量均超过了实用新型申请数量。

得益于有重点的持续研发投入 ,二重在这一阶

段自主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,

表现出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,如开发研制了盘式制

动器和 SWP 型贯通十字万向联轴器 ———并及时申

请了中国专利 ,开发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4

种 EBR 系列新材料支承辊 ,开发研制了具有自主知

识产权的热连轧机关键设备 ———无芯移送式热卷

箱 ,开发研制了三峡水轮机低碳不锈钢上冠铸件及

600MW 以上超临界汽轮机内缸等 ,后两者确立了

二重大型铸钢件制造能力在全国的领先地位。特别

值得提到的是 :二重在大型铸锻件新技术开发方面 ,

如超超临界火电机组 12 %Cr 型高中压转子材料及

工艺研究 ,各项性能指标现已达到国外相同材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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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 ;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8 万吨级大型模锻压机项

目于 2007 年 12 月正式启动 ,这是由二重自主设计

并制造、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模锻压机 ,预计建成 3 年

后 ,将具备世界大型装备制造业最高水平。

图 5 　2001 —2007 年二重的研发费用

图 6 　1999 —2007 年二重的专利申请

在产品制造方面 ,这一时期表现出的明显特点

是技术总负责和集成制造。如 :1250mm 热连轧机

自主设计制造 ,标志着二重进入冶金大型成台套机

电液技术总负责的行列 ;1450mm 热连轧机设计制

造 ,标志着二重首次进入宽带钢轧机全线设备自主

设计与制造领域 ;连续获得两条热连轧机订单 ,第一

次实现了热连轧总承包 ;获得 1700mm 冷轧机订

单 ,第一次进入冷轧机电液自主设计制造总包市场 ;

承揽了 600MW 到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内外汽

缸、阀全套铸件的设计制造等。与此同时 ,在与外国

厂商的合作中 ,突破前两个阶段的“打工仔”角色 ,多

数合作项目采用了合作设计和制造方式 ,表现出强

大的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 ,如与日本三菱公司合作

制造 1780mm 不锈钢热连轧机、与德国西马克公司

合作设计制造 2250mm 热连轧机和 1750mm 超薄

带钢连铸连轧机、与日本三菱 - 日立公司合作设计

制造 1720mm 酸洗冷轧机组、与 SMS 合作制造宝

钢 5m 宽厚板轧机 ———这是本世纪世界上第一套宽

厚板轧机 ,被誉为“轧机之王”。在重大装备产品出

口方面 ,实现了日本三菱 5500mm 立辊轧机的交货

和货款回收 ,这是二重历史上生产的最大的立辊轧

机 ,而出口波兰的 2250mm 热连轧机合同 ,开创了

我国首台大型冶金成套设备出口欧洲的先河。在这

一阶段 ,二重出口产品的主要客户扩展到美、德、英、

日、韩、新加坡等国的著名跨国公司 ,其中包括前两

个阶段曾向二重输出技术和设备的公司 ,如日立制

件所等。

为了保证研发投入和新产品开发的有效性、持

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,二重主要采取了以下

措施 : ①强化技术创新管理。在组织架构上 ,调整技

术中心的组织和功能架构 ,将工艺研究所、计量技术

所、重型设计研究院、大型铸锻件研究所、信息技术

所等研发机构挂靠技术中心 ,统一开展技术创新管

理 ;成立重型压力容器与核电技术研究所 ,以提高重

型容器和核电产品制造技术的综合能力 ;制定并实

施了“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技术质量子战略纲

要”,根据全球装备制造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,

确定了二重中长期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 ;采

用动态的项目组形式 ,开展一系列新产品开发活动。

②加大技术和设备改造力度 ,实施一系列重大技术

和设备改造项目。如 :“平改电”技改项目 ,即“电炉

替代平炉提高钢液质量工程”,项目总投资 17500 万

元 ;“8180”技改项目 ,即“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

构设备改造工程”,总投资额为 8180 万元 ;“双高一

优”项目 ,即煤液化及核动力装置、连续复合熔铸
(CPC)高速钢轧辊、全断面掘进机等三个项目 ,总投

资 414 亿元 ;2004 年启动“提高国家重大技术装备

设计制造水平项目”,该项目总投资 111875 亿元。

③持续改进工艺水平 ,集中改进冷加工工艺 ,完成

“冷加工系统技术发展规划”、“十一五冷加工能力、

技术水平分析及实施措施建议”、“冷加工系统工艺

人员发展规划”、“工艺人才需求计划”等。④积极参

与并主导行业标准制定和修改 ,不断修订和完善企

业标准。在这一阶段 ,二重当选为四川省工艺管理

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 ,承担中国重型机械大型铸锻

件行业协会秘书处以及中国机械工业大型铸锻件标

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,先后制定了企业机械制造

工艺标准 ,全面修订企业技术标准共计 11 卷。⑤突

出知识产权管理。目前 ,二重已将专利、商标、版权、

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视为企业的战略资源 ,将知识

产权管理嵌入到技术研发、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的

全过程。2007 年 9 月 ,二重制定了中长期知识产权

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 ,以期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产权

预警机制、知识产权创造激励机制等 ,推动企业知识

产权商业化工程、驰名商标工程、技术秘密保护工程

等的实施。

伴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,二重的绩效明显

好转 ,而且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持续增长。如图 7 和

图 8 所示 ,从 2001 年到 2007 年 ,二重的销售收入从

801104 百万元增长到 577216 百万元 ,年均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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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22 % ,利润从 1109 百万元增长到 560138 百万

元 ,年均增长 202103 %。

图 7 　2001 —2007 年二重的销售收入

图 8 　2001 —2007 年二重的利润

6 　启示与结论

启示一 :我国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技术能力与

其绩效有很强的相关性 ,制造能力必须与技术能力

的其他方面协同发展才能使企业获得和保持可持续

竞争优势。在二重技术能力演化的第一个阶段 ,二

重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先机 ,通过技术引进建立了

强大的制造能力 ,企业的绩效得以提高 ;在技术能力

演化的第二个阶段 ,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、市场竞

争加剧以及公司治理的游离 ,二重虽然凭借其制造

能力保持了一定的销售业绩 ,但由于技术能力整体

发展缓慢 ,未能及时培育出相应的动态技术能力 ,导

致二重的利润下降 ,亏损一度成为了企业经营的常

态 ;在技术能力演化的第三个阶段 ,二重致力于新产

品开发 ,逐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,同时加大力度开展

工艺和设备更新改造 ,使企业的技术能力各要素协

同发展 ,最终使二重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和保持了可

持续竞争优势。

启示二 :“引进 - 模仿 - 创新”是作为“后来者”

的我国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有效模

式 ,“后来者”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现实路径是有效

的模仿学习和有重点的持续研发相结合。二重的技

术能力演化过程表明 ,在特定的发展时期 ,装备制造

领域存在既定的“技术范式”。有效的技术学习和有

重点的持续研发相结合 ,是作为“后来者”的我国国

有装备制造企业走出“引进 - 落后 - 再引进 - 再落

后”怪圈、实现技术能力跃迁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

有效途径。一方面 ,有效的技术学习使“后来者”有

机会在形成制造能力的同时加快自身技术能力积

累 ,从而达到“先动者”一定时点的技术水平。即使

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 ,充分利用企业内

外的知识、开展有效的技术学习仍然是很必要的。

另一方面 ,技术学习本身并不能够为我国装备制造

企业自动带来创造“新知识”的能力。在竞争日益全

球化的背景下 ,出于维持“先动优势”的需要 ,外国厂

商频频祭起技术壁垒的利剑 ,高度防范技术转移和

产品交易中的技术溢出 ,对其掌握的核心专利和关

键性技术秘密予以严密控制。此外 ,由于技术学习

具有“时滞性”特点 ,随着世界先进技术产品更新与

传播速度日益加快 ,通过技术学习获得“后来者”竞

争优势的机会越来越渺茫。只有在技术引进和模仿

过程中 ,根据全球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,有重点

地选择特定技术和产品开展持续的研发 ,才是作为

“后来者”的我国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创新能力的

有效途径。

启示三 :知识产权在我国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培

育自主创新能力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激励和保护作

用。二重的技术发展过程表明 ,“后来者”完全有机

会利用知识产权的特性激励和保护技术创新、赢得

“后来者优势”。“后来者”不仅可以利用公开的专利

信息了解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前沿和自主创新的有

效路径 ,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专利的地域性特征 ,将自

主创新成果及时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申请专利 ,获得

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技术 ,继而通过持续改进形

成有效的专利、商业秘密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组合 ,使

企业在一定的区域市场形成垄断 ,获得持续竞争优

势。因此 ,为了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,我国国有装备制

造企业有必要将知识产权管理嵌入到研发、技术转

移和技术扩散过程中 ,制定并实施与企业整体发展

战略相匹配的知识产权战略 ,有效积累、利用和保护

知识产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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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 ities of

China National Erzhong Group Company

Xiao Yangao ,Li Shiming
(School of Management & Economics ,University of Elect ronic S &T ,Chengdu 610054 ,China)

Abstract : This paper t rac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int roduction2imitation2innovation of China National Erzhong Group Company

(CN EGC) in t he past t hirty years which is one of t he top state2owned equipment manufacturer in China1 And it indicates t hat : t here is highly

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;integrating efficient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sustainable right R &D is

a vital pat h for China’s state2owned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 latecomers ;efficient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

it1

Key words : endogenous innovation ;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;latecomer’s advantage ;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;equipment manufactur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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